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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1

序

方志，集千年于一瞥，汇百业于一书。凡有关前人创业之艰辛，守业

之曲折，事物之嬗变，成败之根由等等，皆如实缕述于书中。读志书，可

以通古今、明兴替、警既往、策未来。故古人有言：“治天下者以史为鉴；

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，信然。 ∥

盛世修志，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。考本县修志自宋始，

下历元、明、清以迄民国，代有编纂，踵接不绝。计宋修《清湘志》(县

志'》共2次；元修路志羔次；明修《全州志》共4次；清修《全州志》、《湘

山志》(寺志，2种)、《西延轶志》(分州志)共7次；民国时期修《全县

志》1次。上述诸种l隧志，尽管其编修宗旨和记述观点，都打上了其时代

的历史烙印，但前人毕竟为地方留下一宗宝贵的历史资料，足供借鉴。

从民国24年出版《全县志》算起，本县修志已中断半个多世纪。迄

至1982年，在县委、县政府领导擘划下，始成立全州县志编纂委员会，下

设办公室，组织干部，延聘人才，专责编纂新县志。经历13个春秋，四改

篇目，七易其稿，一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志——《全州县志》终将定稿

‘付梓，这是全县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。
‘

我们分别于1990年、1993年先后主持全州县政，有幸躬逢其盛。在

通读县志审定稿之后，认为新县志是以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准

绳，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为指针，运用新观点、新

方法、新资料编纂而成。它系统地、科学地记述了本县的历史与现状，优

势与劣势，成就与问题，对本县的建设与工作，确具有资政、教化、存史

的重要作用。

往古地方官吏，上任伊始必先索阅方志，在施政时方不致#言入骑

瞎马一。此虽古训，今日看来仍有现实意义。因此，切望县内各级各业的

干部，均应人手一册，精读精研，洞悉县情、乡情，然后搿对症’’施政，避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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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益，以期富我全州，兴我全州。其次，生活在县内具有阅读能力的广大

群众，读新志会加深对家乡、对祖国的热爱，更能自觉地迈开改革开放

的步伐，同奔“飚化’’征途。至于县外各地的志士仁人参阅本志，对情况

会了解得更深、更广，他们为支援全州建设，将提供更多更善的睿智良

谋和实惠。如此，则一志兼三美，功伟而效宏。

编修一部包罗万象、兼备百科、通贯古今的县志，工程浩繁，成书不

易，当本志出版之际j我们谨代表全县76万人民，对上级给予具体的业

务指导，对县委、县政府历届领导的擘划与鞭策，对延聘编纂县志的编

辑们和县志办全体干部的辛勤笔耕，对惠予协助和提供资料的所有单

位和社会贤达，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l是为序。‘。：

周永义

叶群华

一九九五年五月二日



凡例1

凡 例

～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，实事求是地记载全州

县境域态翥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。

二，本志上限为公元前221年，纵贯古今，明古详今，下限截歪公元1990年。‘

三，采雳述，记、志、图、表、薏、秉等俸裁综合表述，苏恚失主；专志按事物性。缓分类横摊，

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；结构形式按卷、章、节、掰层次序列。全志除概述、大事记、附录

外，凡3l卷，157章，490节。

莲、各历史时期的政权机构、职官，区翘均依当时称谓表述；吉地名、已废l瓣地名加注今

称；今地名以《全州县地名资料汇编》为准。

五、数据以县统计局提供鳇为主；统诗局耀魏鳇泼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提供螅为准。建来

标明。为××××年不变价格”者，均是当年价．

六、凡人传者，均系在本县历史上起过较大作用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；以本籍为

主，兼收外籍人物；摊列以卒年为序。健在人物概不立传．

七、志中所称“解放后”，系指1949年11月17日(含11月17日)本县解放之后，清赢统三年(含

互年)竣麓采震皇帝年号纪竽著夹注公元纪年；笺国时期用民国纪年，每节第一次熬理酵，夹注

公元纪年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用公元纪年。

八，计量单位，解放前沿用旧称，勰放后一律使用国务院予1984年2月27丑颁布的法定名

称。

九，数字表述，除引文、序词、清畿统三年以前历史纪年和习惯用语用汉字外，其它均用阿

拉伯数字警录。

十、历史上原隶属全州县境域所发生的重要事件，予以适嬲记述，以保持有关事物的完整

性。

十一、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广西牧族自治区、桂林地区、本蒜档案资料和昙内备乡(镇)，各

部门编写的史料，各地有关文献及地方口碑资料，经核实人志，一般不注明出处。弓l文中补字用

l l号，改正错剐字用《>警，缺字或无法辨认懿字震[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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